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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針對「政府2022/23年度永久削資」的行動及跟進

• 反對永久削資，促請政府須遵守按薪酬中位數作撥款基準的協議

• 爭取在政府財政改善時恢復原有津助水平

• 於1月27日及2月8日，邀請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與本會及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及業界發展
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及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會晤，闡述社聯立場，尋求在立法會層面加大政治壓
力，包括向立法會秘書處公共申訴辦事處（申訴部）申訴及向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議程

• 於2月9日，致函申訴部，就有關「政府由 22/23 年度起永久削減福利撥款基線」提出申訴及
要求約見議員

• 於3月4日，執行委員會受資助機構成員發起機構聯署信，71機構參與(包括社聯) 強烈表示削資
影響民生及促請政府須遵守按薪酬中位數作撥款基準的協議

• 於3月30日，社聯與執行委員會商討後，發出通告鼓勵機構在社署3月23日發出關於機構同意
接受22/23年撥款安排的回條中加入附註，表明反對政府單方面削資，並保留機構應有權利

• 於4月6日，再次致函申訴部，重申立場，並邀請福利事務委員會各委員與本會及業界財務專責
委員會及業界發展委員會的正副主席會晤，但至今未獲回覆

• 於3月3日，申訴部回函，轉述勞福局對削資保持一貫立場

• 於3月8日，行政長官辦公室回覆已收到聯署信，並轉交勞福局考慮及跟進，但至今未獲回覆

• 於4月8日，社署要求機構收回撥款回條中的附註，並重新提交一份沒有改動的回條

• 於5月16日，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整筆撥款檢討報告及削資相關議程

• 與社署署長直接對話，討論有關在22/23年撥款安排的回條中加入附註事宜。最終社聯並沒有
收回附註，而社署在表達其立場後，依時發放撥款予社款

• 向特首候選人提交政網建議，要求回復政府與機構協訂的資助水平（按薪酬中位數撥款）

• 執行委員會通過，社聯將委任大律師就單方面削資提供法律意見（參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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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css.org.hk/upload/mls/LSG_2022/社聯向立法會秘書處公共申訴辦事處發出的信件及表格_20220209.pdf
https://www.hkcss.org.hk/upload/mls/LSG_2022/聯署信_受資助機構聯署_強烈要求政府信守福利撥款基線的承諾_20220304.pdf
https://www.hkcss.org.hk/upload/mls/LSG_2022/政府由22%2023年度起永久削減福利撥款基線提出申訴_邀請約見議員_20220406.pdf
https://www.hkcss.org.hk/upload/mls/LSG_2022/立法會秘書處公共申訴辦事處回覆信件_20220303.pdf


四個法律問題方向

(一)《協議》的法律文件性質

(二)社署遵守《協議》的法律義務

(三)社署更改《協議》的法律基礎

(四)保障條款及方法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報告」跟進

• 短期內會執行檢討報告中不需投入額外資源及沒有爭議的建議

• 需要投入額外資源的建議，要視乎社署在整個政府的「資源分配工作」(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中能否爭取到額外資源而定

• 社署於6/5舉行講座，提出機構須善用寄備帳戶(Holding Account)及進行未來三年財務

規劃。

• 社署表示計劃在2022/23 就3大類服務 (1.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2. 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康復

中心; 3.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檢討共107份《協議》，涉及376個服務協議單位。

• 社署就「成本分攤指引」，已邀約部份機構進行小組訪談

• 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成立聚焦小組，並將於30/5 及14/6 討論該「成本分攤指引」

• 社聯於17/1 及27/1舉行「《協議》相關活動的工作指引」及「成本分攤指引」（「兩個
指引」)
兩個工作小組會議，工作小組將會提供及整理「《協議》相關活動」尚待澄清的例子及舉
例現時機構進行成本分攤方法

• 28/4 邀請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向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及業界發展委員會分享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UGC)現時採用的成本分攤方法及成本分攤相關的稅務問題

• 社署將於24/5 下午, 與社聯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及業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磋商「成本分攤
指引」

• 社聯有代表參與30/5及14/6 聚焦小組，並會與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的機構成員
一起反映業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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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協議》規定服務成本分攤原則 (社聯2019/12 建議書)

（二）：協同性

如非《協議》服務涉及運用整筆撥款資源，亦應考慮「協同效應」原則，例如涉及資源有
否產生實質額外成本，有否創造共享價值的效果。

（一）：合理性

確認機構提供服務必然涉及直接服務及中央行政的成本，因此社署除了在「整筆撥款津助」
中提供足夠的資源外，亦要說服其他政府部門，在邀請機構營辦服務時，提供相應的中央
行政及員工薪酬資助。此舉將鼓勵其他私人撥款機構效法。

（三）：簡單性

如非《協議》服務涉及運用整筆撥款資源，只是微不足道，為了避免因計算成本分攤而帶
來繁重的行政成本，應該考慮免除分攤。



社聯的中央行政成本分攤建議方案 (社聯2019/12 建議書) – 尚未收到社署正式回覆

方案（一）︰按機構受津助／非資助開支的比例計算分攤額

非資助服務佔用的中央行政成本:

=
非資助服務的開支^

機構的總開支
×機構的總體中央行政成本

方案（二）︰按受津助／非資助服務的佔用量計算分攤額

方案（三）：機構進行各項非津助服務，均須上繳某一百份比的收入／撥款作中央行政成本 (如10 – 15%)

方案（四）：界分整筆撥款中「中央行政」的資助，並設上限，如該機構的中央行政水平定為10%或某個
金額，超出的費用將由機構自行承擔

方案（五）：彈性處理小型機構成本分攤的方案，豁免它們計算「整筆撥款津助額」低於港幣一千萬元或
以下



直接服務成本分攤建議 (社聯2019/12 建議書)

（二）：豁免分攤機構組織功能及微不足道的開支成本

（一）︰機構按足夠的事實及理據，自行提供服務單位的成本分攤計算方法

過往可行並獲社署審計人員接納的準則有各種情況，舉列如下︰
(i.) 機構受津助／非資助員工薪酬收入（撥款）／支出的比例；
(ii.) 人員數目；
(iii.) 個案／活動數目；
(iv.) 所佔工作時間；
(v.) 所佔用地等。


